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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 2008年 2月至 2009年 2月间,对安庆天柱山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的鸟类种类、种群数量进行了为期

一年的调查. 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102种,隶属于 12个目 29个科,其中留鸟 38种, 占总数 371 25% ;夏候鸟 28种,

占总数 27145% ; 冬候鸟 25种, 占总数 241 51% ;旅鸟 11种, 占总数 14139% . 在地理类型上, 机场地区鸟类呈现

古北界与东洋界过渡地带的特点,其中广布种 37种, 占总数 36127% ;东洋界种类有 34种, 占总数 33133% ; 古北

界种类 31种,占总数 30139% . 在机场及周边地区,春季观察到鸟类物种数要明显多于秋季及冬季, 春季鸟类多

样性也要高于秋季与冬季.在机场地区, 每年 5~ 6月份与 10~ 11月份鸟类活动比较频繁. 机场鸟击防范工作,

应该根据鸟类活动特点 ,通过对重点区域栖息地的改造, 降低生物多样性, 从而减少鸟类在机场地区的活动, 避

免鸟击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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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av ian comm un ity has been ca rr ied out from Feb 2008 to Feb 2009 in Anqing

T ianzhushan a irport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T ota l of 102 spec ies w ere obse rved, wh ich belong to 12 fam ilies and 29

o rders. There are 28 species ( 27145% ) of summ er m igrants, 11 spec ies ( 141 39% ) o f trave lers, 25 spec ies

( 24. 51% ) of w in term igrants, and 38 species ( 371 25% ) of resident b irds. The composition o f b ird in the a rea has the

character of inte rgrada tions of palaearctic and or ienta l reg ion, inc lud ing 30139% palaearctic rea lm spec ies, 331 33% o-

rienta l realm spec ies, and 36127% w ide spread spec ies. The spec ies num ber and the diversity in spr ing w ere higher

than that in autumn and w inter. The b irdsw erem ore active duringM ay to June and October toNovember on o r near the

a irport. In o rder to prevent the birdstr ike effectively, the hab itat m odification shou ld be promo ted for reducing the bird

ac tiv ities, and the biod iversity should be decreased on or near the a irp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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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撞 (或称鸟击, B irdstrike)是指飞机等航空器与飞行的鸟相撞的事件.自从人类发明飞机以来, 鸟撞

问题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 1]
.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 鸟撞事件逐

年增多,已成为影响安全飞行的重要隐患
[ 2 - 3 ]

,引起了航空公司、机场及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广泛关

注
[ 4-6]

.在机场鸟击防范研究上,早期多集中于提高飞机抗撞性能研究
[ 7, 8]

,目前则开始注重如何发现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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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机场地区鸟类的研究,如使用雷达和计算机相结合的方法来探测机场及周边的鸟类活动、使用低功率的

激光设备去控制机场鸟类等
[ 9]
.如何将航空科学和生命科学相结合

[ 10]
,从生态学的角度去掌握鸟类活动

规律, 建立鸟击数据库
[ 11]

,开展野生动物撞击风险评估
[ 12]
等, 也是鸟击防范工作所关注的问题.

研究已表明,机场的植被组成会影响鸟类的栖息地状况
[ 13]

, 机场土壤及草丛动物群落特征会影响机

场地区鸟类的组成
[ 14- 15]

,全球气候变化也会影响鸟类的迁徙,进而对鸟击事件的发生产生影响
[ 16]

. 基于

机场鸟类群落结构及栖息地物种多样性研究, 通过分析鸟类的生活习性、区系组成和鸟类群落生态特征

等,可为机场鸟击防范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17-19]

. 因此, 要有效地减少机场鸟撞的发生,有必要对各机场的

鸟类组成、习性和栖息地特征等进行研究,分析吸引鸟类的环境因素, 通过环境整治来有效地防止鸟击事

件的发生
[ 20]

.

为了保证安庆天柱山机场的飞行安全,我们于 2008年 2月至 2009年 2月间对该机场及周边地区鸟

类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调查与研究,旨在从生态学角度为机场的鸟击防范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1 研究地区概况

  安庆天柱山机场位于安庆市偏北方向 617 km, 中心位置东经 117b02c48d,北纬 30b34c59d. 机场地处长

江下游北岸,地貌丰富多样,其西北部是大别山中低山区, 东南部为长江洲圩滩湿地, 中部丘陵起伏, 间有

低山、湖泊, 属于亚热带沿江季风性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415e ~ 1616e ,年平均降水量 1 300

mm~ 1 500mm, 无霜期约 248 d.该地区主要有大别山森林生态系统和沿江湿地生态系统两大生态功能

区,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 ) 鹞落坪自然保护区和世界著名湿地 ) ) ) 安庆沿江湿地,物种多样性非常丰

富.机场北邻大龙山, 东邻破罡湖,南临安庆市区内的大湖和菱湖公园,西临石门湖, 周边有农田、河流、低

山丘陵,但多以农田与集体农庄为主,空间异质性较高.

112 研究方法

11211 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样点法与样线法 [ 21 ]
.在机场内设置了 2个样点 ( SP1、SP2), 周边地区设置了 3条样线 ( SL1、

SL2、SL3) (图 1) .样点观察半径为 100m, 观察时间为 1 h,记录所见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 22-24]

. 样线长度 3

km,单侧宽度为 100m. SL1、SL2和 SL3分别代表着本区域典型的生境,即农田 -居民点生境、丘陵 -灌丛

-居民点生境、农田 -湖泊湿地生境.

调查安排在清晨或傍晚 ( 5B 00~ 7B 00或 16B 00~ 18B 00)鸟类活动高峰期进行.样带调查时步行

速度一般 1~ 2 km /h,使用单筒或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结合鸟类的形态、鸣声等进行确认,手持式 GPS记

录经纬度及海拔等.调查时只记录位于前方及样带两侧及向后飞越过样带的鸟类,向前飞越过样带的个体

则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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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 统计方法

样点调查时机场内鸟类活动频次按单位时间内 (每小时 )观察到鸟类数量进行统计.物种多样性指数

以 Shannon-W iener指数来计算:

H c= - E
s

i= 1

P i lnP i,

式中, H
c
为物种多样性指数; S为总的物种数; P i为第 i物种个体数与所有物种个体总数的比值

[ 25]
.

均匀性指数用 Pielou指数测度均匀度
[ 25]

:

J = H c/H cm ax,

式中, H cm ax为最大多样性指数,即 lnS.

统计用 Stat istica 510软件包进行分析,用 K o lmogorov-Sm irnov和 Bartle tt检验分别检验数据的正态性

和均质性,用单因子方差分析 ( one-w ay ANOVA )和 T检验比较不同样线及样点间鸟类活动特征的差异.

2 结果

211 安庆天柱山地区的鸟类区系组成

  在 2008年 2月 ~ 2009年 2月间,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102种,隶属于 12个目, 29个科 (表 1) .从地理型

来看, 广布种有 37种, 占总数的 36127%; 古北界种有 31种,占总数的 30139%;东洋界中有 34种,占总数

的 33133%. 从季节型来看,有留鸟 38种,占总数 37125% ;夏候鸟 28种,占总数 27145% ;冬候鸟 25种,占

总数 24151%;旅鸟 11种, 占总数 14139% .在这些鸟类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3种,中日候鸟保护协

定 35种,中澳候鸟保护协定 10种. 其中, 有 12种仅见在机场范围内发现, 而另有 35种只在机场外被

发现.

表 1 安庆天柱山机场鸟类组成一览

Table 1 The compo sition of av ian community in A nqing Tianzhushan a irport

中文名称 拉丁名 地理型 季节型 生境类型 国际协定保护 观察到活动地点 机场地区集群

I鸊鷉目 PROCELLARIIFORMES

1鸊鷉科 Colymb idae

1 小 C olymbu ruf icollis 广 留 S 内,外 10~ 100

2 凤头 P od iceps crista tus 古 冬 S 外 10~ 100

II鹳形目 C ICON IIFORMES

2鹭科 A rdeid ae

3 苍鹭 A rdea cinerea rec tirostris 广 冬 S L N 外 < 10

4 绿鹭 Bu torides stria tu s 广 夏 S L N R 外 < 10

5 池鹭 A rd eola bacchus 东 夏 S L N 内,外 10~ 100

6 牛背鹭 Bubu lcu s ibis 东 夏 S L N AR 内,外 10~ 100

7 大白鹭 Eg retta m odesta 广 旅 S L N AR 内 10~ 100

8 白鹭 E gretta garze tta 东 夏 S L N 内,外 10~ 100

9 夜鹭 Nycticorax nyc ticorax 广 夏 S L N R 内,外 10~ 100

10 黄苇鳱 Ixobrychu s sin en sis 东 夏 S L N 内,外 < 10

11 黑鳽 Dupetor f lavicollis 东 夏 S L N 内,外 < 10

III雁形目 ANSER IFORMES

3鸭科 Anatidae

12 绿头鸭 Ana s p la tyrhyn chos 广 冬 S R 外 10~ 100

13 绿翅鸭 A. crecca 广 冬 S R 外 10~ 100

14 斑嘴鸭 A. p oecilorhyncha 古 冬 S 外 10~ 100

IV隼形目 FALCONIFORMES

4鹰科 A ccipitrida e

15 [黑 ]鸢 M ilvu s korschun 广 留 L N C 内 < 10

16 白尾鹞 C irus cyan eu s 古 冬 L N C R 内 < 10

5隼科 Falcon idae

17 红隼 F. tinnuncu lu s 古 冬 L N C 内,外 < 10

V鸡形目 GALLIFORMES

)72)

南京师大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第 34卷第 2期 ( 2011年 )



中文名称 拉丁名 地理型 季节型 生境类型 国际协定保护 观察到活动地点 机场地区集群

6雉科 Phasian idae

18 鹌鹑 Coturnix cotu rnix 广 留 N C R 内 < 10

19 雉鸡 P hasianu s colchicu s 广 留 N G L C 内,外 < 10

VI鹤形目 GRU IFORMES

7秧鸡科 Rallidae

20 普通秧鸡 Ral lu s aqua ticu s 古 夏 S N < 10

21 白胸苦恶鸟 Amaurorn is phoen icuru s 东 夏 S N 内 < 10

22 红脚苦恶鸟 Am au rornis akool 东 留 S N 内 < 10

23 黑水鸡 Ga llinula ch loropus 广 夏 S N R 内,外 10~ 100

V II鸻形目 C haradriiform es

8雉鸻科 Jacan id ae

24 水雉 H yd rophasianus ch iru rgus 东 夏 S N A 内,外 < 10

9鸻科 Charadriidae

25 凤头麦鸡 Van ellu s van ellu s 广 冬 S R 内,外 10~ 100

26 灰头麦鸡 M icrosarcops cin ereu s 广 夏 S N 内,外 10~ 100

27 环颈鸻 Cha rad riu s a lexand rinus 广 留 S N 外 10~ 100

10鹬科 S colopacidae

28 青脚鹬 T ringa nebularis 古 旅 S AR 外 < 10

29 白腰草鹬 T. och ropus 古 冬 S R 内,外 < 10

30 林鹬 T. g lareola 广 旅 S AR 外 < 10

31 鹤鹬 T. eryth ropus 广 旅 S R 外 < 10

32 针尾沙椎 Ga llinago stenu ra 广 旅 S A 内,外 10~ 100

V III鸥形目 LARIFORMES

11鸥科 Laridae

33 红嘴鸥 Laru s rid ibum dus 广 冬 S 外 10~ 100

34 须浮鸥 Chlidon ia s hybrid us 古 旅 S 内,外 10~ 100

35 白额燕鸥 S terna albif ron s 广 夏 S AR 外 10~ 100

IX鸽形目 COLUM BFORMES

12鸠鸽科 C olum b idae

36 珠颈斑鸠 S trep top elia ch inensis 东 留 N L C G 内,外 10~ 100

37 山斑鸠 S. orientali s 广 留 N L C G 内,外 10~ 100

38 火斑鸠 Oenopopelia tranqu ebarica 东 留 N L C G 内,外 10~ 100

39 家鸽 Colum ba liv ia 广 留 N L C G 内,外 10~ 100

X杜鹃目 CUCULIFORMES

13杜鹃科 C ucu lidae

40 鹰鹃 Cuculus sparverioid es 东 夏 L 外 < 10

41 四声杜鹃 C. m icropterus 东 夏 L 内,外 < 10

42 小鸦鹃 Centropu s toulou 东 夏 L G 内,外 < 10

XI佛法僧目 CORAC IIFORMES

14翠鸟科 A lced in id iae

43 普通翠鸟 A lced o a tth is 广 留 S 内,外 < 10

15戴胜科 U pup idae

44 戴胜 Upupa epop s 广 留 G N C S 内,外 10~ 100

XII雀形目 PASSER IFORMES

16百灵科 A laud idae

45 小云雀 A lauda gu lgula 东 留 C N 内,外 > 100

46 云雀 A. arven sis 古 冬 C N 内,外 > 100

17燕科 H irund in idae

47 家燕 H irundo rustica 广 夏 N C J AR 内,外 > 100

48 金腰燕 H. d au rica 古 夏 N C J R 内,外 > 100

18鹡鸰科 M otacillidae

49 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广 留 S C N AR 10~ 100

50 黑背白鹡鸰 M otacil la lug ens 古 留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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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拉丁名 地理型 季节型 生境类型 国际协定保护 观察到活动地点 机场地区集群

51 灰鹡鸰 M otacil la cinerea 古 旅 S C N A 内 < 10

52 山鹡鸰 Dend ronan thus ind icu s 古 夏 S C N R 外 < 10

53 树鹨 A nthu s hogsoni 古 冬 S C N R 内,外 10~ 100

54 理氏鹨 A. richard i 广 留 S C N 内,外 10~ 100

55 水鹨 A. spinole tta 古 冬 S C N R 外 10~ 100

19鹎科 Pycnonot idae

56 领雀嘴鹎 Spizixos sem i torqu es 东 留 L N G J 内,外 10~ 100

57 白头鹎 Spizixos sem i torqu es 东 留 L N G J 内,外 10~ 100

20伯劳科 Lan iidae

58 红尾伯劳 Lan iu s crista tus 古 夏 G C R 内,外 < 10

59 棕背伯劳 L. scha ch 东 留 G C J 内,外

60 虎纹伯劳 L. tig rinu s 东 夏 G C J R 外 < 10

61 牛头伯劳 L. bucephalus 东 夏 G C J 外 < 10

62 楔尾伯劳 Lan ius sphenocercu s 古 冬 G C J 外 < 10

21黄鹂科 O riol idae

63 黑枕黄鹂 Oriolu s ch in en sis 东 夏 G L R 外 < 10

22卷尾科 D icru ridae

64 黑卷尾 Dicrurus ma crocercu s 东 夏 L G 内,外 < 10

23椋鸟科 Sturn idae

65 北椋鸟 S tu rn ia stu rnina 广 旅 N G 内,外 > 100

66 丝光椋鸟 S turnus sericeu s 东 旅 L G 内,外 > 100

67 灰椋鸟 S. cin eraceu s 古 冬 L G S N C 内,外 > 100

68 八哥 A cridoth eres crista tellu s 东 留 L G 内,外 > 100

24鸦科 C orvidae

69 灰喜鹊 Cyan op ica cyana 古 留 L N G 内,外 < 10

70 喜鹊 P ica p ica 广 留 L N 内,外 < 10

25鹟科 M uscicaoidae

( 1)鸫亚科 Turd inae

71 鹊鸲 Copsychu s sau laris 东 留 G 外 < 10

72 北红尾鸲 P hoen icuru s au roreus 古 冬 G R 内,外 < 10

73 乌鸫 Tu rdus m eru la 广 留 L N G J 内,外 10~ 100

74 白腹鸫 Tu rdus m eru la 广 冬 L N G J R 外 10~ 100

75 斑鸫 Turdu s eunomu s 古 冬 LN G J R 10~ 100

76 乌灰鸫 Tu rdu s cardis 东 夏 L N G J R 内 < 10

( 2)画眉亚科 T im al iinae

77 棕头鸦雀 P aradoxornis w ebbiana 古 留 G 内,外 10~ 100

78 画眉 Garrulax canoru s 东 留 G 外 10~ 100

79 黑脸噪鹛 G. perspici lla tu s 东 留 L G 内,外 10~ 100

( 3)莺亚科 Sy lviin ae

80 黄腹树莺 Ce ttia acanth izoid es 东 夏 L G 外 < 10

81 东方大苇莺 A crocepha lu s orien ta lis 古 夏 N G 外 < 10

82 棕扇尾莺 C isticola junc id is 东 留 N G 内,外 > 100

( 4 ) 鹟亚科 Muscicap in ae

83 黑喉石唧 Sax icola torqua ta 广 冬 N G R 外 < 10

26山雀科 Paridae

84 大山雀 P aru sm ajor 广 留 L G 内,外 10- 100

85 黄腹山雀 P aru s venu stulus 广 留 L G 内 < 10

86 沼泽山雀 P arus palu stris 古 留 L G 内 < 10

87 红头山雀 A eg itha los conc innus 东 留 L G 外 10~ 100

88 银喉山雀 A. cauda tus 古 留 L G 外 10~ 100

27锈眼鸟科 Zosterop idae

89 暗绿锈眼鸟 Z osterops japonica 东 夏 L G 内 10~ 100

28文鸟科 P loceidae L G

90 树麻雀 P asser m on tanus 广 留 N C J G > 100

91 山麻雀 P asser ru tilans 古 留 N C J G R 外 < 10

92 斑文鸟 L on chura pun ctu la ta 东 留 N C J G 内,外 10~ 100

93 白腰文鸟 L onchu ra striata 东 留 N C J G 外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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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拉丁名 地理型 季节型 生境类型 国际协定保护 观察到活动地点 机场地区集群

29雀科 Frin fill idea

94 燕雀 F ringil la m ontifring illa 东 冬 L N C J R 内,外 > 100

95 金翅雀 F ringil la m ontifring illa 广 留 L N C J 内,外 > 100

96 黑尾蜡嘴雀 Cardue lis sin ica 广 旅 G R 内,外 > 100

97 黑头蜡嘴雀 E oph onam igra toria 古 旅 G C 内,外 > 100

98 三道眉草鹀 Em beriza eleg an s 广 冬 G C 内 < 10

99 灰头鹀 E. cioides 古 冬 G C 内,外 10~ 100

100 小鹀 E. spodocepha la 古 冬 G C R 内,外 10~ 100

101 田鹀 E. pusilla 古 冬 G C R 外 < 10

102 苇鹀 E. pallasi 古 冬 G C R 内,外 < 10

  注: ( 1 )在/地理型 0一栏中, /古 0为古北界, /东 0为东洋界, /广 0为广布种. ( 2 )在 /季节型 0一栏中, /冬 0为冬候鸟, /夏 0 -夏候鸟,

/留 0 -留鸟, /旅 0 -旅鸟. ( 3 )在 /生境类型 0一栏中,根据机场周围生境,拟分为林地、灌丛、农田、湿地和机场周边的空旷草地等生境,分别

使用下列代号代替: L-林地, G -灌丛, N -农田, S -湿地 (包括水田 ) , C -机场周边空旷草地, J-村庄. ( 4)国际保护协定一栏中, A -指属

中澳候鸟保护协定的保护种类, R-指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保护种类. ( 5)在 /观察到活动地点 0一栏中, /内 0表示在机场内可见种, /外 0代

表在机场外可见种. ( 6 )在 /机场地区集群 0一栏数字表示按照鸟类常见的集群大小,分为 3个等级: ( 1) < 10; ( 2) 10~ 100; ( 3) > 100.

212 机场鸟类群落的季节变化

( 1) 鸟类物种组成变化及优势种

从图 2可以看出,在调查期间,安庆天柱山机场地区鸟类的组成会发生较大变化, 在春季观察到鸟类

物种数要明显多于秋季观察到的鸟类物种数. 其中,在 6月观察到的鸟类种类数最多, 达 35种;而 12月份

的物种数量最少,只有 24种.此外,在机场外观察到的鸟类物种数要多于在机场内观察到的数量, 两者在

A= 01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 (P = 01001 8). 在机场内, 东西侧 2个样点在鸟种组成上差异不显著 (P =

01704).在机场外, 3个样带上观察到的物种数量差异也不显著 (F2, 36 = 21226, P = 01122).
在物种组成上,安庆天柱山机场地区鸟类中多以留鸟为主,夏候鸟与冬候鸟亦有一定的数量. 在留鸟

中,小型雀形目种类为优势种, 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树麻雀, 此外椋鸟类 (丝光椋鸟、灰椋鸟、八哥 )、鸠鸽类

(珠颈斑鸠、山斑鸠、家鸽等 )具有一定的数量. 在夏候鸟中,以鹭科鸟类为优势种,而冬候鸟中多在周边湖

泊湿地越冬的游禽类为优势种.

( 2) 鸟类活动频次变化

机场地区 2008年 2月至 2009年 2月鸟类活动的基本情况见图 3. 可以看出,无论在机场内还是机场

外,全年鸟类的活动具有 2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 4~ 6月份间, 其中 5、6月份鸟类活动相对较多; 第二

个高峰是在 9~ 11月份间, 其中 10~ 11月间鸟类活动遇见较多.

在机场内,可以看出在秋季的 9~ 11月间, 机场西侧 SP1样点的鸟类活动明显要高于东侧 SP2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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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其他时间基本一致. 在机场外, 2月份在样线

SL2活动的鸟类数量要明显高于其他 2个样线, 而在

春季 4- 6月份样线 SL1的鸟类活动要多于 SL2和

SL3(图 4).

( 3) 鸟类生物多样性指数与均匀性指数变化

从表 2可以看出,安庆天柱山机场地区无论是

机场内还是机场外,其春季 ( 4~ 6月份 )鸟类的多样

性明显高于秋季 ( 9 ~ 11月份 )与冬季 ( 12 ~ 2月

份 ) .在机场内, 鸟类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是在 8月份

的 SP2样点,最低则是在 10月份的 SP1样点; 均匀

性指数最高的是在 9月份的 SP2样点,最低也是在

10月份的 SP1样点.在机场外,鸟类生物多样性最高

的是 5月份的 SL3样线,最低的则是在 2月份的 SL3

样线; 均匀性指数最高的是在 5月份的 SL3样点, 最

低则是在 2009年 2月份的 SL2样点.从统计结果来

看,机场内跑道东、西 2个样点间的鸟类多样性与均匀性在 A= 0105的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 P = 01495,
01414),机场外 3个样线间鸟类多样性与均匀性差异也不显著 (F2, 36 = 11092, P = 01346; F2, 36 = 01944, P

= 01398).
表 2 安庆天柱山机场鸟类多样性与均匀性指数变化

Table 1 Analysis of av ian diversity and evenness of A nqing Tianzhushan a irport

时间
多样性指数 均匀性指数

SP1 SP2 SL1 SL2 SL3 SP1 SP2 SL1 SL2 SL3

Feb- 08 31168 31371 11835 21846 11091 01811 01745 01512 01696 01470

M ar- 08 31261 21432 21032 21191 21908 01835 01732 01534 01611 01744

Ap r- 08 21625 21535 21175 21358 31813 01828 01707 01503 01744 01855

M ay- 08 31794 31316 31243 21972 31889 01878 01829 01750 01803 01933

Jun- 08 31583 31746 31530 31638 21875 01816 01882 01770 01804 01654

Ju l- 08 21552 31376 31232 31060 11934 01768 01826 01736 01749 01645

Aug- 08 31182 31900 21982 21135 21680 01860 01888 01832 01673 01747

S ep- 08 11948 21955 31604 21680 21423 01543 01890 01834 01747 01700

Oct- 08 01382 21955 21724 21476 21692 01165 01890 01681 01669 01778

Nov- 08 21802 21719 31341 21224 11754 01757 01858 01773 01569 01755

Dec- 08 21603 11820 21884 21719 21857 01752 01548 01910 01758 01714

Jan- 09 21803 21030 31123 21183 31257 01782 01723 01799 01631 01814

Feb- 09 21874 21808 31166 11601 31171 01831 01845 01791 01392 01857

3 讨论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共发现鸟类 112种,其中留鸟 46种, 夏候鸟 25种,冬候鸟 29

种,分别占机场地区鸟类总数的 41107%、22132%和 25189% [ 15]
. 在湖北老河口机场, 共发现有鸟类 121

种,其中留鸟 48种, 夏候鸟 30种, 冬候鸟 33种, 分别占机场地区鸟类总数的 39134%、24159% 和
27105% [ 16 ]

.本研究中,安庆天柱山机场地区所发现的 102种鸟中,有 37125%的为留鸟, 它们是组成该地

区鸟类群落中最稳定的成份,这与黄花机场和老河口机场的情况基本一致. 由于安庆天柱山机场位于长江

下游的水网地区,冬候鸟、夏候鸟两者种类之和占鸟类物种总数 51196%, 其组成随季节变化, 是机场地区

鸟类群落中周期变动的成份,也是引起鸟类季相更替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机场的鸟击防

范工作中,首先要关注在本地区常年可见的留鸟,特别是秋季集成群活动的鸟种.在夏季要关注在机场周

边地区繁殖的鸟类,如鹭鸟等; 冬季则要关注在此地区越冬的冬候鸟,如雁鸭类等种类.

在安庆天柱山机场,无论在机场内还是机场外,全年鸟类的活动均具有 2个高峰, 这与机场地区鸟类

的繁殖及迁徙行为有关.机场地区的夏候鸟在繁殖后期, 随着幼鸟的离巢, 鸟类的遇见频次逐渐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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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月份达到第一个高峰.在秋季气温转凉以后,夏候鸟准备迁徙,灰椋鸟等留鸟也逐渐集群, 此时观察到

的鸟类活动频次逐渐增多,到 10~ 11月份则达到高峰,这与其他机场 (如长沙黄花机场 )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
[ 15]

.因此, 在安庆天柱山机场,每年的 5、6月份及 10、11月份要特别注重鸟击防范工作的落实, 加强

对鸟类活动的观察,做到不间断驱鸟工作.

一般认为,迁徙鸟类春季速度快,秋季则较慢. 在本研究中,安庆天柱山机场地区春季观察到鸟类种数

要明显多于秋季观察到的鸟类种数, 春季的鸟类生物多样性也高于秋季.这可能与该地区夏候鸟的种类较

冬候鸟多,而旅鸟所占相对比例较少有关.

本研究表明,在机场外观察到的鸟类物种数要显著多于在机场内观察到的数量, 且有 12种仅见在机

场范围内发现,有 35种只在机场外被发现.可见,机场内外的鸟类栖息地已具有明显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

是栖息地生境变化所致.在安庆天柱山机场,机场内的生境相对比较简单,主要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主,且草

的高度全年控制在 30 cm以下; 而机场周边地区,具有农田、林地及湿地等多种生境. 不同的栖息地环境,

在不同的季节鸟类食物资源的种类组成及数量会有差异,进而对鸟类的种类组成、数量及其群落结构产生

影响.

在机场鸟击防范工作中, 应根据鸟类活动的实际情况,在跑道两端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防控.从表 2

可以看出,机场内鸟类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在 8月份的 SP2,最低是在 10月份的 SP1样点;均匀性指数最高

的在 9月份的 SP2样点,最低是在 10月份的 SP1样点. 在机场外, 鸟类生物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最高的均

是在 5月份的 SL3样线, 这与 SL3样线经过的农田 -湖泊湿地 -居民点生境多样性程度较高有关.因此,

在机场鸟击防范工作中,应该从生态综合防治出发,通过对这些重点区域栖息地的改造与管理,降低其多

样性, 从而减少鸟类在机场地区的活动,避免鸟击事件的发生.

致谢:本研究得到了安庆天柱山机场保障部的大力支持.史文博、赵凯、候银续、刘彬、邵剑文等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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